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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因齐长城

而得名的城顶山

7日下午，在安丘市档案局
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汽车沿弯曲
盘山路蜿蜒前行，几经迂回，终
于来到安丘市西南部山区的绵
绵峻岭之中。这里因山顶上有齐
长城而得名“城顶山”，又因山上
有公冶长书院，又名书院山。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海
拔只有400多米的城顶山，乱石合
沓，丛山环抱，群树波涌，云烟缭
绕。穿行在陡峭曲折的山中小道
上，耳听着不时传来的小鸟欢快
的啼鸣。山风吹来，松涛顿起，已
结果的桃树、杏树、骄傲的向人
们摇曳着满树的硕果，使人恍若
置身于仙境之中，令人神往，让
人陶醉，此时，虽无“涛声迎墨
客”的景观，但已饱享“鸟语乱群
山”的意境了。

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又居东出平原、西入群山之关
隘，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横亘
山顶的齐长城就是最好的见证。
这里还驻扎过太平军、捻军，山
东抗战史上仅次于台儿庄战役
的“城顶山战役”就发生在这里。

1938年底，国民党鲁苏战区
成立，原东北军爱国将领于学忠
被任命为战区总司令，中将周复
任政治部主任，在沂水东北乡设
立了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开辟了
鲁中南抗日根据地。

鲁苏战区不断发展壮大，严
重威胁着日寇的后方安全，其控
制的主要铁路线如胶济线、津浦
线、陇海线以及台潍公路、沂青
公路 ,随时都有被我军切断的可
能。为清除心腹大患,自1941年冬
至1943年春 ,日寇连续对鲁中南
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出动
两万人以上规模的大“扫荡”就
有三次,即圈里、唐王山和城顶山
三大战役。

而在这三大战役中，以城顶
山战役最为惨烈。在城顶山战役
中，鲁苏战区政治部主任、中将
周复以身殉国。张治中将军在回
忆录中这样评价周复:“他是抗战
以来阵亡的政工同志阶级最高、
死时最烈的一位。”

城顶山之役

1943年春节过后，日军第十
二军司令官土桥一茨纠集独立
混成第五旅团、第六旅团及独立
混成第七旅团两个大队，从青
岛、潍县、张店、济南、临沂等地
出发，发动“拉网式”大扫荡，企
图一举消灭鲁苏战区总部及其
主力113师。大战在即，周复召集
部属开会，筹集粮秣，点将布阵，
誓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

安丘石埠子镇孟家旺村村
民马明昌的堂哥在周复的部队
里，老人回忆，部队坚持着周旋
了好几天，最后的时候就是到了
城顶山，日本鬼子召集了汉奸队
好几万人，在城顶山周围打了好
几天，周复在那里受伤。

2月20日(正月十六)凌晨，数
万日军由吴化文部引路，气势汹
汹，从四面八方扑向城顶山。负
责坚守北部外围防线的挺进第
二纵队死伤惨重，相率南撤。敌
人紧追不舍，包围圈渐趋缩小，
兵锋直逼城顶山。

此时，日军有飞机、战车、大
炮，每个班一挺轻机枪、一个掷
弹筒，而被围住的国民党军基本
没有重武器，较重的武器就是少
量重机枪，很多士兵还使用老套
筒等老式武器，甚至使用大砍
刀，双方实力差距极为悬殊。黄
昏时分，周复看到敌人志在必
得，而我军即将弹尽粮绝，继续
打下去，只会全军覆没，为保存
实力，周复下令各部分头突围。

周复拔出手枪，亲自率敢死
队员数十人向山下冲杀。当行至
城顶山东北角半山腰时，不幸胸
部中弹，随行的政治部机要秘书
双凫急忙把周复抱到一个相对
安全的地方，迅速解开已被鲜血
洇透的棉衣，简单进行包扎后，
背起他就随部队一块往下撤。周
复为了不拖累部队，坚决要求双
凫放下他，并给他补一枪。双凫
当然不从，背着他撤往有子山。
最后，终因伤势严重，流血过多，
周复壮烈殉国。享年43岁。临牺
牲前，他慨叹一声 :“这局势如何
了得!”竟无一语顾及家人!

据周复的儿子周光时从台
湾得到一些资料来认证，周复的
遗体将要去安葬的时候，脸部身
上有多处刀伤，由此可见，当时
曾经发生过肉搏战，和敌军曾经
短兵交接过。

得知周复阵亡，蒋介石十分
痛惜，呈请国民政府明令褒扬，
追赠陆军上将，准入忠烈祠。1943

年10月5日，重庆各界在抗建堂举
行周复追悼大会，由张治中主
持。张治中后来在回忆录中曾
说：周复“经过一整天的苦斗，终
于在白刃战里光荣牺牲”。“他是
抗战以来阵亡的政工同志阶级
最高、死时最烈的一位。”

城顶山战役虽然消灭日伪
军千余人，但鲁苏战区主力113师
也元气大伤，师长韩子乾被俘，
参谋长张植桴殉国。不久厉文
礼、孙良诚相继降日，山东局势
日趋严峻。1943年7月，于学忠呈
请重庆军委会批准，率部南撤，
国民党军队在山东的抗战基本
结束。

周复其人

周复，1901年出生在江西省
临川县湖南乡沙湖周家村，1924

年进黄埔军校学习，后东渡日本
求学。1932年上海淞沪战争爆发
后，周复罢读回国。

回国后，周复东征西伐，立
下了功劳，受到了蒋介石的表
扬。他参加了三民主义力行社，
成了蒋介石的亲信。抗日战争爆
发，周复先后担任第一战区和鲁
苏战区中将政治部主任。

鲁苏战区成立于1938年11月
底，原东北军爱国将领于学忠担

任战区总司令，1939年春进入山
东，随即开辟了鲁中南抗日根据
地 ,控制着沂水、安丘、莒县之间
的三角地带。作为鲁苏战区的政
治部主任，周复在一定程度上成
为了战区的精神支柱，而生命中
的最后几个月，便是在安丘度过
的，那是他一生中最辉煌、最壮
烈的日子。

安丘市档案局工作人员郎
潮介绍，1942年8月唐王山战役结
束之后，鲁苏战区总部移驻沂水
北部的黄安峪，51军113师北上，
进入城顶山地带，以城顶山为中
心构建了防区，周复率政治部、
党政分会、干训团也进入城顶山
地带。

城顶山算是进入沂蒙山区
最后的一道屏障，继续向西南方
向，位于安丘市的有擂鼓山、虎
眉山，再往西就是平顶山，这个
地方往东就是平原，往南往西就
进入山区，历来这个地方就成是
兵家必争之地。

进驻城顶山防区后，周复率
政治部先住在城顶山西北处的
董家宅。这个村子背靠药山，面
对峰山，右耸悬崮山，左峙成崮
山，唯有东北角顺着山沟可通黄
石板坡，地势非常险要。住了一
些日子，周复担心走漏风声，又
率卫士排上了有子山，住在山顶
的三间帐屋里。有子山海拔近四
百米，山势陡峭，当年山顶有一
棵巨大的银杏树和数不清的古
柏。

今年九十多岁的李世厚老
人是辉渠镇马湾村人，他是当年
见过周复将军的安丘人中的惟
一健在者。抗日战争时期，李世
厚一家住在有子山上，他常跟两
位堂兄去设在账屋的指挥部，跟
周复将军下棋聊天。李世厚回
忆，周复四方脸膛，大眼阔眉，身
穿戎装刚毅英武；着便装时皮鞋
大褂，显得文质彬彬，很有风度。

据当年幸存的老兵回忆，身
为政治部主任，周复深知苏鲁战
区孤悬敌后，环境险恶，因此大
力开展抗战宣传，鼓舞官兵士气
极为重要。经他建议，战区在沂
水北乡天晴旺村干训团中心广
场修筑了一座大会堂，战区高级
将领每周在此召开例会，作精神
讲话。

周复还安排在会堂的高台
上架设了一台大型收音机，每晚
召集官兵集体收听抗战新闻。周
复在二十年代便有办报的经历，
深知报刊宣传的重要性。他自兼
社长，组织创办了鲁苏战区的第
一张报纸——— ——《阵中日报》。该
报在1940年至1942年初的两年
间，坚持每日出版，广泛报道国
内外抗战新闻，号召国人抗日救
亡，鼓舞战区军民士气。周复还
组织政工大队定期演出《黄河大
合唱》、《大刀进行曲》、《流亡三
部曲》、《保卫大鲁南》等剧目，教
唱救亡歌曲，对官兵和当地群众
进行爱国教育。周复还协助当地
教育界人士，在安丘南逯和贾孟
店子兴办了省立第八联合中学
和山东临时政治学院等院校，为
当地百姓办好事实事。

在军政训练方面，在沂水天
晴旺村成立了鲁苏战区干训团，

下设政治部、教育处、秘书室和
副官处等，直接负责管理和训练
军官大队、军士大队、游士班、医
务班和军需班。另有高级作战人
员训练班，按期轮流调训正规军
和游击部队的干部，以提高军队
的整体素质和作战能力。同时，
部队还开办了较大的兵工厂和
被服厂。兵工厂不仅能修配枪械
和制造手榴弹、炮弹等，而且能
制造轻机枪和迫击炮。

妻子捐出全部抚恤金

周复牺牲后，辉渠镇的绪泉
族人将他的遗体运到绪泉村，安
葬在了周家老林里。迫于时局，
族人刻碑两块，大字“周公之墓”
的明碑立于坟前，记有生平传略
的暗碑埋于地下(碑文附后)。1995

年8月22日，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
周复为革命烈士，周复的墓碑随
即从绪泉村迁到了安丘市烈士
陵园。

为周复办好善后事宜，双凫
来到51军军部，用密码向重庆发
报，致电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
中，报告了周复阵亡的消息。蒋
介石得知周复阵亡，十分痛惜，
特呈请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
陆军上将，准入忠烈祠。

悼念周复的消息在重庆报
纸上刊登以后，日方才知道在安
丘城顶山战役中阵亡了一名高
级将领。周复当年在日本留学的
同窗好友中，有不少已是日军的
高级军官，当他们得知周复阵亡
的详情，纷纷从东京发电对山东
派遣军军部提出责问。

安丘市档案局工作人员郎
潮介绍，周复殉国之后，蒋介石
召见了周复的遗孀陈景贤女士，
问陈景贤有什么要求。陈景贤除
了希望尽快将周复殉国的消息
公布之外，更当面请缨，要求任
命她为安丘县长，继承丈夫未竟
之志，与敌后同胞共同作战。鉴
于当前的形势比较险恶，蒋介石
就当即题写了“抚孤继志，佑启
后人”八个字，婉言拒绝了她的
要求。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到了
最危险的时候，政府号召有钱出
钱有力出力，陈景贤女士这时候
将政府发给的所有的抚恤金捐
献了出来。

在当年周复将军牺牲的城
顶山上，书院风景区立起了周复
将军殉国处纪念碑，每年的7月7

日、9月3日及周复殉难日，附近
的百姓都会自发地来到墓碑前，
用不同的方式纪念这位抗日英
雄。

在周复将军当年牺牲的城
顶山北坡，已建成全省最大的流
苏园。园内每棵流苏直径都在半
米以上。一到春天，流苏花开，芳
香四溢，沁人心脾。有“树覆一寸
雪、香飘十里村”之美传。远远望
去，洁白的流苏花开满树冠，好
像覆盖了一层雪，又似静止的白
云，让人顿生无限遐思，流连忘
返。唯有矗立在山顶的周复纪念
碑以及当年我军前沿指挥所的
残墙断壁，仍见证着那段悲壮的
历史，向人们诉说着一个民族抗
击侵略、不屈不挠的英雄。
（安丘市档案局对此文有贡献）

文/片 本报记者 于潇潇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
阳红。当年震耳欲聋的枪
炮声已经远去，血与火交
织的悲壮场景早已不再。
这片曾被炮火洗礼、被鲜
血浸润过的土地，早已成
为远近闻名的旅游度假胜
地。公冶长书院、千年银
杏树、齐长城遗址、青云
寺、别丈崖等大大小小近
百个景点点缀在其间，因
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
秀美的自然风景，令人神
往。这里还是省级森林公
园，不可多得的天然氧
吧。

而就在这令人神往的
佳境，在上个世纪四十年
代，周复征战安丘牺牲在
此。当时，人们只知道他
是备受蒋介石信任的国民
党高级将领，其他一无所
知。

那么，周复到底是一
个什么样的人？在安丘城
顶山，他怎样度过了人生
中最后的日子？6月7日，
本报记者走进安丘，去探
寻一段悲壮的战争故事。

周复、陈景贤夫妇。

碑文。

李世厚老人回忆周复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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